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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昌吉州”）

地处新疆北疆地区中东部，南倚天山，北接古尔班通古特沙

漠，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通往中亚、东欧的必经之地和“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区域。昌吉州总面积 7.39 万平方千

米，全州辖五县两市，共有 70 个乡镇、9 个街道、485 个行政

村 、143 个 社 区 ，总 人 口 140.6 万 ，其 中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27.8%，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42个民族，是一

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昌吉州地域广袤、物产丰富，文化底蕴

深厚，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文化发展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景象。2015 年以来，昌吉州大力推进公共文化建

设，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的总目标，全力推进公共文化发展迈向新阶段。

覆盖城乡，优化公共文化设施体系

公共文化设施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

是展示文化建设成果、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在

较长时期内，昌吉州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偏低，为群众提

供公共文化服务受到限制。自获得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格以来，昌吉州把健全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网络、确保硬件达标作为首要任务，大力推进公共文化

硬件提升工程，实施州、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

公共文化设施项目 510多个。

目前，昌吉州公共文化建设基本实现三个“全覆盖”：一

是“一场四馆一院”达标全覆盖，昌吉州本级完成由州图书

馆、文化馆、电台、电视台、美术馆、艺术剧院、体育馆组成，

面积达 7.3万平方米的文化发展新区建设。“一场四馆一院”

的落成与投入使用，为群众享受文化生活提供了更加便捷

的平台。其中，昌吉州有 2所图书馆和 5个文化馆被评定为

国家一级馆。二是“镇村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通过新建、

改造、置换和盘活闲置资源等方式，昌吉州对全部乡镇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进行了改造和提升，室内面积由原来平均不

足 300 平方米提高到 400 平方米，配置基本实现“八个一”，

即一个多功能厅（室）、一个图书阅览室、一个电子阅览室、

一个小舞台、一个阅报栏、一个文体广场、一支以上文化活

动队、一套广播电视器材。三是“公共文化服务圈”全覆盖，

昌吉州政府已与新疆大剧院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实行公益

性文化活动场租优惠，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尽享高雅艺术

大餐。此外，截至 2018 年 7 月，昌吉州文体设施场地总建筑

面积达 102.9 万平方米，每千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732

平方米，基本形成了“城市 15 分钟，农村 20 分钟，牧区 25 分

钟”的“公共文化服务圈”。

政府主导，建立健全高效体制机制

强化组织领导。昌吉州政府将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写入昌吉州第十一次党代会工作报告和 2016年

至 2018 年 3 年的州、县（市）政府工作报告，列为各级党委、

政府文化建设“一号工程”。各级党委、政府分别制定《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及实施方案，建立

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负责，文化部

门协调组织，各成员单位分工协作，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

“五位一体”工作体系，还以工作清单方式明确创建工作的

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清晰的工作计划与高效执行力为

昌吉州扎实推进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提供了

组织保障。

加大经费投入。近年来，昌吉州累计投入资金 50 多亿

元，集中用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活动组织开展、

公共文化产品生产、购买服务、扶持奖励和各项文化民生工

程建设。昌吉州、县（市）两级全部将公共文化建设经费纳

入财政预算，州级每年投入 800 万元以上、县（市）平均每年

投入 300 万元以上用于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每年经费增幅

达到 10%至 15%，并将乡镇每年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供给标

准在 2015 年基础上增加 10 万元，村级文化活动专项经费

增加 1万元。

加强队伍建设。昌吉州聘请国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

的 5 名专家学者，组建州政府文化建设顾问组，先后 4 次深

入城乡一线实地调研、会诊把脉，从顶层设计层面提出针对

性意见，为加快昌吉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公共文化设施“三分靠建、七分靠管”，管理的关键必

须落实到人。昌吉州整合、恢复重建州、县（市）艺术表演团

体，累计调剂增加近 200 个非固定编制，有效增强文化供给

能力。此外，为进一步开展好群众文化活动，昌吉州积极落

实“访惠聚”的工作方针，在这一工作方针指导下，各工作队

利用入户走访的机会，发掘一批优质乡土文艺人才，建立乡

土文艺人才信息资源库，纳入村级乡土文化人才队伍，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以基层文化活动阵地建设为重

点，努力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精彩活动目不暇接，群众共享文化大餐

由图书馆、文化馆、电台、电视台、美术馆、艺术剧院、体

育馆组成的文化发展新区的落成与投入使用，为昌吉州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宽广平台。近年来，昌吉州

一直以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出发点、落脚点，

充分发挥“一场四馆一院”的职能作用，挖掘地方特色资源，

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开展文化品牌活动，“我邀亲戚逛昌吉”

及社火表演等民俗品牌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群众文化生

活有滋有味。

文化馆品牌系列活动精彩纷呈。昌吉州文化馆连续多

年举办少儿、青年和中老年歌手大赛，每年都有来自全州各

县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群众积极参与，不仅丰富了

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更为声乐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

我的平台，进一步促进了群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昌吉州

文化馆还经常策划特色展览，举办各类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成果掠影展，如昌吉州文化馆连续举办了 4 届昌吉州“迎新

春·送春联·猜谜语”展示活动。昌吉州文化馆工作人员还

积极深入基层，累计辅导基层群众 4000余人。

艺术剧院文化精品荟萃，名扬海内外。昌吉州艺术剧

院内设创研室、舞蹈队、声乐队、培训部等 10个队室，承担着

民族歌舞和新疆曲子的创作任务，近年来原创精品在政府

的支持下不断涌现。2013 年，昌吉州艺术剧院完成了大型

音乐剧《别失八里》的创排工作，2015 年 9 月该剧成功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并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推

荐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由昌吉州艺术剧院创作的首

部原创儿童剧《少年与小毛驴》2018 年 6 月在央视戏曲频道

播出。昌吉州艺术剧院还常年面向群众免费开设各种培训

班，在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服务的同时，也提升了群众的艺

术审美和情趣。此外，昌吉州艺术剧院还与山西戏剧职业

学院达成协议，开办新疆曲子大专班，为当地弘扬新疆曲子

等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了年轻人才和队伍。

图书馆积极打造主题活动，保障公共阅读均等化。昌

吉州图书馆抓住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契

机，积极开展主题鲜明、内容精彩、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主

题活动。2015 年至今，昌吉州图书馆举办各类活动 170余

场次，参加活动 10.8万人次，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世界读书

日”等重要节点积极开展读者服务活动，包括“和谐昌吉——

我的图书馆，我的精神家园”有奖猜灯谜、网络书香系列活

动等。同时，昌吉州图书馆还定期举办“庭州文化讲坛”品

牌活动 20 余场次，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开办讲座。此外，昌

吉州图书馆努力保障读者的阅读权益，以多种贴心的做法

关爱特殊群体，如成立“阳光之家”视障阅读室，采购盲文读

物 1500余册、视障辅助设备 4种 13套，用来服务本地区的视

障群体，还通过举办适合特殊群体的主题展览，利用数字化

技术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特殊群体阅读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博物馆利用多媒体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昌吉

州博物馆始建于 1994 年，2008 年扩建，新建成的博物馆建

筑特色鲜明、古朴典雅、气势雄浑庄重，集汉族、回族建筑风

格于一体，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近年来，昌吉州博物馆

精心改造提升展厅条件，在原有青铜器铸造图模块上设计

了一部动画专题片，以独特形式将每项铸造流程设计为一

个动态场景，画风古朴又不失趣味，将青铜器的铸造流程生

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更为奇妙的是，昌吉州博物馆以

LED 光线勾勒出丝绸之路的线路，表现丝绸之路的起始脉

络、历史变迁，为观众清晰呈现丝绸之路的相关信息，大大

提升了观众在博物馆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昌吉州博物

馆通过采取对展柜、储藏柜等微环境质量调控和展厅、库房

小环境质量调控等措施，文物保护工作实现了从“抢救性”

向“预防性”的转变。

民间院团活力无限、魅力四射

近年来，在昌吉州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民间文艺院团

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天翼合唱团以及庭州爱乐乐团最为

人称道。

天翼合唱团由昌吉州老年文化艺术协会从各团队人员

中考核选拔录入，成立 5 年来，合唱团不断壮大，现有团员

72 人，平均年龄 65 岁。平日里，他们每周坚持到昌吉州文

化馆集中排练，积极参加国内外各项文艺演出活动。2017

年 8 月，天翼合唱团组织 34 名团员赴俄罗斯，在莫斯科军事

博物馆与莫斯科老红军艺术团开展了联欢和文化艺术交流。

除了积极参加各种比赛和国内外文化交流，天翼合唱团还下

社区、进医院、进兵团，深入基层开展各类慰问演出活动。

庭州爱乐乐团是一支由昌吉州文化馆、浪潮文化传媒公

司及当地部分专业演职人员和业余管弦乐爱好者组建的管

弦乐团。乐团成立之初，没有排练场地，购买乐器的经费也

很紧张，在昌吉州文化馆支持以及乐团团长唐湘德个人出资

帮助下，乐团慢慢发展壮大，也越来越专业化。如今，庭州爱

乐乐团拥有了350平方米的固定排练厅，排练了《红旗颂》《春

节序曲》《黄河》等经典和特色曲目，为部队、企业、基层群众

演出百余场，在当地被亲切地称为“老百姓自己的乐团”。

典型示范，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为了给基层群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昌吉州近年来

加大投入，不断升级改造基层文化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昌

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始建于 1980 年，

2007年国家投入 45万元对其进行升级改造。该中心建筑面

积 443平方米，主体空间分上下两层，有多功能厅、活动室、电

子阅览室、图书室等，各类基础设施齐全。此外，该中心在室

外单独设有小广场，广场面积有 800平方米，配有小舞台以及

以汉唐文化风格为主的背景墙和多种健身设施。农闲时节，

这里平均每周有一场演出，当地村民观看演出热情高涨。

北庭镇的基层公共文化建设之所以发展得如火如荼，

除了与当地优良的文化土壤相关，还与像张进元这样的文

化带头人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张进元既是吉木萨尔县文

化体育旅游广播影视局文艺股股长，也是文艺骨干和文化带

头人。他擅长作词、作曲，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经常深入基

层、扎根群众，与农民深入交流、打成一片，为他们排练指导。

正是在像张进元这样的文化工作者带动下，昌吉州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水平正不断提高。

迎难而上 开拓进取

昌吉回族自治州：打造新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范本
吕彤彤

“帐篷电影放映服务队”服务偏远地区群众

昌吉州地广人稀，自然村落之间距离较远，有些牧民

聚集的村落只有几户人家。多年来，电影在丰富各族群

众文化生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偏远地区自然村群

众“看电影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为破解这一难题，2015年，昌吉州成立了“帐篷电影放

映服务队”，为群众彻底打通观影“最后一公里”。“帐篷电影

放映队”的工作人员不畏艰苦，深入偏远山区、牧区为群众

提供优质文化服务。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电影放到哪里，

帐篷就扎营在哪里，吃饭以地为席，休息与星光做伴。在

放映内容上，他们精挑细选，每套电影放映设备存储故事

片和科教片20部，包括战争、生活、反腐、励志等多种题材

电影片，以及交通安全、健康教育、禁毒等主题科教片，还

包括受群众欢迎的主旋律电影。截至目前，“帐篷电影放映

服务队”的足迹已踏遍昌吉州所有行政村和自然村，为群众

送去数字电影3000多场，观影21.8万人次。

文化大院给外来务工者寻找温暖的家

针对部分行政村域面积大、群众居住分散的实际，

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补充，昌吉州延伸布局建设了

70 多个自然村文化大院，有效解决了村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覆盖不到位的问题。文化大院由各村文化带头人

将自家院落开辟为服务本村村民的文化阵地，昌吉州吉

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农民工艺术团文化大院就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

吉木萨尔镇农民工艺术团文化大院位于吉木萨尔

县城以北 2公里处的校场湖村，是由陕西籍外来务工人

员李文斌投资 30万元在自家院落修建的。该文化大院

设有一个戏台，并购置了三弦、长鼓、大提琴等。吉木

萨尔镇农民工艺术团每周六、周日晚定期开展各种文艺

活 动 ，包 括 秦 腔 、京 剧 、新 疆 曲 子 等 戏 曲 节 目 表 演 。

2016年，吉木萨尔镇农民工艺术团获得昌吉州“优秀群

众业余文艺团队”称号。

小 故 事

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园

新疆大剧院昌吉州文化发展新区

昌吉州社火表演 新疆曲子演出


